
前言： 
可能是生長學習的環境，對於參觀展覽的經歷可以說是屈指可數，印象中較深刻的也只

有前些年法國橘園──世紀風華展的參觀經歷，而那次的參觀，還是由高中美術老師的口中

得知，並且外加上「利誘」（學期成績加分），才和幾個同學興沖沖地前往高雄美術館參加這

次的盛宴，對於那次參觀的感想就是到處都是人，加上本身沒有受過專業的藝術領域的教育，

對著這些引起眾人轟動的巨作其實也看不出所以然，感覺就像劉姥姥進大觀園，也沒有自己

的審美觀念，完全被牽著鼻子走，融不進所謂的賞畫樂趣，好像進行一個制式的行程一般，

沒有什麼特別的感覺。之後的日子裡，因沒有外界驅使的動力，更沒有足以引發興趣的動機，

所以參觀展覽的活動，就沒有在我的生活中出現過，直到上了藝術概論的課，課堂的內容真

的給了我很多新的觀念，也叫我大開眼界地欣賞了很多以前沒見過的藝術品，更驚訝於現今

藝術所呈現的多樣性，要用「開放的觀念」來接納、欣賞現代的藝術，而不是以前一直認定

一張張掛在美術館美麗的畫作，才是所謂的藝術品。後來因為老師提議高雄美術館正在展出

有關女性藝術的作品，就決定再次前往高雄美術館參觀。 

展覽介紹： 
地點：高雄市立美術館 
展覽時間：２００３年５月８日至７月２７日 
參觀時間：２００３年 5 月 31 日 
主題：網指之間──生活在科技年代【第一屆台灣國際女性藝術節】 
內容：整個展覽大致上是在探討科技與人性的關係，強調日新月異的科技，正慢慢地改變人

類日常生活的作息，顯示著人類對科技的依賴與日俱增，並呈現出資訊科技與人性之

間的微妙關係。 

特色： 
在這場展覽中，所有的作品皆是由女性藝術家所創作，包括台灣、香港、新加坡、印度、

日本、韓國等多位藝術家，原有十七件作品，但實際展出只有十六件，其中日本藝術家依藤

塔莉的作品──失序的身體，因故而不在展覽之列。與其說這是一場展覽，到不如說這是藝

術家藉由作品與參觀者的互動遊戲，你不能遠遠地欣賞作品，而是要親自「動手」去明白藝

術家所要呈現的作品感覺，在這場展覽中，藝術家所重視的是「觀念的表達」，在作品中傳達

某種思想，讓觀眾成為身在其中的參與者，在這樣的互動中，接受並且促進思考作品裡的深

一層意義。展出的作品有立體雕塑、複合媒材裝置、錄像裝置，更多是以多媒體裝置來呈現，

而展覽的場地、動線的設計是以一個個空間隔出作品，也就是說每一個作品就是有一個展覽

空間，就是一個獨立的系統，讓觀眾參觀時完全不受它件作品干擾，全心全意地觀賞操作當

前的作品，並且有獨立的思維。 

作品簡介＆感想心得 
一踏進展覽會場，首先映入眼簾的是一台台懸吊在空中被掏空電腦螢幕，這是台灣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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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王翠芸的作品──電子情緒。作品看起來漂浮、安靜，但是藝術家在掏空的電腦螢幕中新

加入了一些物件，讓參觀者藉由伸手進入觸摸，用手感覺螢幕裡面真實存在的東西，如粉狀

物、尖刺的、柔軟冰冷的，還有堅硬的石膏，因為網路科技讓人的感覺變得虛無縹緲，藝術

家要人們「試著找回人類肉身的觸感」，而「傳輸線又連接在螢幕之間，又將真實變的虛無飄

渺起來。」這件作品是參觀此次展覽的第一印象，看完簡介後，甚至還懷疑要不要把手伸入

這一個個看似「恐怖箱」的東西，也因為以前參觀的箇舊觀念──要遠遠的欣賞，不可以碰

觸！所以很訝異竟然可以用手碰觸展覽品。等我小心翼翼地把手伸進螢幕後，我變的異常的

興奮，因為我感覺到實在的東西，柔軟冰冷的東西，直覺就想到是童年的一種玩具，接著就

開始放大膽去碰觸其它的螢幕，啊！這是硬硬的石膏，這是毛刺的鬃刷，咦！粉粉的，哈！

這是香香的爽身粉，當下我就像小孩子一樣，很興奮地東摸西摸，更直接感受到藝術家要傳

達的觀念，也開始了此次充滿驚異的參觀之旅。 
沿著參觀路線走入另一個空間，在偌大的螢幕前面，放置著平常在熟悉不過的鍵盤滑鼠，

螢幕上有虛擬男性和女性的身體影像，觀者在輸入資料後，可以選擇要傷害或是治療那些身

體。在這個簡單的過程裡，「藝術家嘗試讓觀者看見自己的動作對於無名身體影像的改變，透

過互動，藝術家希望帶出更複雜的倫理問題，提出了虛擬與現實的認定質疑，尤其在當下的

網際空間下，是否真實實體進入虛擬空間後，就變得較不真實？暴力行為是否進入虛擬世界

依然構成暴力行為？」 
走進溫馨的客廳，沙發、電視、餐桌桌椅、雜誌報紙，還有一旁小孩的腳踏車，熟悉的

居家生活，恍然見到牆壁上正投射著被偷拍的螢幕，這是藝術家許淑真的作品──告密。即

使在輕鬆的居家中，偷拍的情景卻赤裸地呈現在眼前，「讓觀者體驗有如病患在妄想情境中的

真實體驗，這種有著「文化症狀」的精神症危，亦帶給現代人身心的不安與焦慮。」 
走出令人神經莫名緊張的「告密」，轉眼好像來到了休閒場所，這裡佈置有跳舞機、床墊、

按摩機器、舒適的座椅，還有一部部真實上線的電腦，我來到了黑貓在打狗的集體創作真真

假假、假假真真──「黑貓幻遊記」。本來還搞不清狀況，以為是休息區，恍然看到一旁的簡

介，原來藝術創作團體想藉由參觀者在佈置如家居生活的環境親自使用電腦，使用同時，表

現網際網路已經無形地挑起使用者的情緒，探討「科技、機器是如何滲透我們平凡的生活？

是否悄悄改變我們的心理與生理狀態？」當我站上腳底按摩器，腰部繫著按摩帶，手中操控

著電腦，機器發出聲響，頓時臉紅的我真不敢相信我正在「參觀展覽」，當然這是題外話，後

來我又嘗試了比按摩器聲音更大的跳舞機，大概也招來不少人的眼光，心想這真是一次特別

的參觀經驗！而場地中懸掛著幾隻粉紅色的充氣動物娃娃，周圍並貼有「錄影中，請微笑」

等字樣，本不以為異，認為只是單純的佈置而已，等我們走到另一個空間，看見眼熟的充氣

娃娃，裡頭放著一部電視，才知剛才的一舉一動早被拍攝下來，正當我們正大感意外時，殊

不知等一下又有令我們更為驚訝的事，剛才看錄影的地方，又被拍攝下來，呈現在另一個空

間，藝術家利用這樣的幽默手法，「挑起了觀眾們的省思神經及某種不可名狀的曖昧情緒」，「公

共空間與私密空間的界線全然模糊化」，拋給觀者思考問題──到底什麼是真、什麼是假？更

是說明「透過網路傳輸，私密也會無遠弗屆」的相連關係，並嘲弄「同時生活在實質社會與

網際社會的人們在真假幻遊的存在狀態」。 
除了多媒體展覽，牆壁上掛著一幅幅的畫作，這是藝術家謝鴻均女士的作品──撥遊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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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指之間的陰性空間，使用的是複合媒材，其中有幾件作品是上大下小的同一色系作品，主

要以白色或黑色線條的刷動，一片色塊的表現，或紅或綠，表現模糊、渾沌的陰性空間，這

樣的空間充斥著「曖昧、無以言說的神漾與狂喜，以對比於陽性象徵標榜理性、穩定、連貫

與邏輯」，之中有幾件作品上面放置立體的尺，其實我並不大了解其中的意義，猜想可能是種

對比作用吧！尺代表著精確、嚴謹、理性，相對於藝術家表現的模糊不清的陰性空間，產生

比較。這是我小小的想法。 
「洗光」？咦？這是怎樣的展覽，剛看到這樣的標題，不禁在心裡起了這樣的疑問。進

入黑暗的展場後，只見前面偌大的螢幕上有一到光線，一隻像手的黑影來回不斷的刷洗，我

明白了，很奇特的感覺湧上腦袋，這是香港藝術家文晶瑩的作品──洗光，是十五分鐘影像

錄製的短片。藝術家以「簡單的物理原則，把玩映像與現實空間的錯覺」，它本是照射在玻璃

片上的一束光，當作品縮小成螢幕畫面時，「原來使人以為是穿透時間的光，頓時變為一個洞

穴，意象力量變的異常強烈」，接著用水噴濕，擦上肥皂，用手來回不斷地刷洗，而且越刷越

快、越刷越用力，甚至整個畫面都起了泡沫，手也只成了黑色影像模糊快速的在螢幕上晃動，

最後用水沖淨，那一束光依舊在黑暗的空間中亮著，這樣的手法「無形地將三度空間的物質，

轉換成伸手可及之物，形構出以空間為主體的視覺美感經驗」。我很歡這件作品，因為這是很

特別的想法以及呈現，我連續觀看了兩次，影像的變化並沒有加上任何聲音，好像真的可以

觸碰那道光，從慢慢開始，到奮力刷洗，後來隨著水的流動安靜的結束，整個過程有高低起

伏，一氣呵成，是一件令人感覺流暢連貫的作品。 
接下來參觀的也是一件很特別的作品，作品的名稱是「禮物」，台灣藝術家劉世芬的作品，

多媒體裝置。作品本身是一個真實故事的敘述，主角「娃寶」是出生在台北榮總一個沒有頭

蓋骨的嬰兒，只在人世間生活了一天，之後娃寶的母親病房窗口忽然飛來一之白鴿，大家都

認為那就是娃寶的化身。走入藝術家特意佈置的黑暗隧道，好像正慢慢走進娃寶的生命之中，

隨著電子合成聲音一拍一拍地敲打越來越大聲，就好像越接近娃寶，更感受到她強烈的生命

力，進入了黑暗的空間，只見電腦螢幕上手繪的娃寶的圖像，而在電腦正對面則是一個眼睛

大特寫的電視螢幕，眼睛一眨一眨地一直凝視著娃寶，。我用手碰觸了娃寶，影像開始變化，

我很驚訝甚至有點驚嚇看到娃寶的真實面貌，一個沒有頭蓋骨的嬰兒，隨著心電圖的起伏，

生命的節奏越敲越響，震撼了我的心，讓人不能忽視她是一個生命的存在，縱使時間短暫，

聲響節拍漸漸弱了，螢幕上的娃寶卻幻化成一隻白鴿，快樂地在天空中飛翔。而對面的眼睛

始終一直看著娃寶，我猜那大概是娃寶母親的眼睛吧！象徵了母親的愛半刻也不鬆懈地關注

著自己的子女，縱使她的生命是如此的短暫。藝術家利用觀者去觸碰螢幕這樣的互動，來表

達在人人的心中都有對生命的熱愛，這是種「人類對於生命尊嚴和救贖的熱情」。 
其實，在展場中還是有自己看不大懂得作品，如藝術家王紫芸的作品──W 小姐的部分

秘密，多媒體裝置。入口處就像數學「大於」的符號，越來越狹窄，走進展場空間只剩一個

人的身體寬度，裡面是密實的正四方體空間，牆壁、地板全部油漆成淺綠色，日光燈打在整

個空間，好像連透明的空氣也變成綠色，明亮的螢光綠。整個空間只放著一個長型的電子螢

幕斜放在牆角，上面一直跑著倉頡密碼。藝術家所要呈現的，恰巧就是美國 Visible Human 
Project 實驗中所發生的事情。「就像該計劃中被支解然後被數位化的身體，W 小姐的部分秘

密，變成電腦字幕機中的倉頡字碼，不斷地傳輸出來」，「個人的身體、感受、實質的存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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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在這個過程中消失」，然後不斷地重複跑動，更經由網路連結及傳輸無遠弗屆地散播，藉此

探討個人的隱私在自願或非自願的狀況下，暴露在大眾的面前，故意設計的狹隘入口，大概

就是有此用意。我想應該是我不了解那個美國實驗，所以才會弄不清此作品的意涵。 
真空狀態──印象的溫度，玻璃立體裝置，台灣藝術家林采玄的作品。這是我們最後參

觀的作品，更是引起我心中莫名的感動，在一片漆黑的空間，中間放置著差不多到人的胸口

高度的平台，上面擺置著１０１個無特定身分、無性別的透明玻璃娃娃，每一個玻璃娃娃都

接著好幾隻透明管線，在錯中複雜的管線中，卻都共同接在平台的中心，隨著電能轉換成光

能的原則，接著電源的管線，一閃一閃地把能量輸入到每一隻玻璃娃娃的體內，１０１隻玻

璃娃娃就閃著金色的光，就像霓虹燈的一明一滅地分別在黑暗中閃爍著，我的眼光完全被熠

動的玻璃光影吸引了，黑暗因此變得美麗。透明的管線，象徵娃娃正用「臍帶吸收母體的養

分」，生命能量的流動正在眼前進行，而「忽暗忽明的光線，啟動又停止的生命能量，如嬰兒

沉睡中緩緩呼吸著，規律的頻率，散發著氣息的溫度，朝向母體原點，神秘的吸引著。」原

本是冰冷沒有生命的玻璃娃娃，在藝術家的巧思下，在靜謐的空間中，緩緩地散發著生命的

光和熱，我好像感覺到空氣中充滿著神秘的氣息，不可預知的力量，流竄在周圍，伴隨令人

悸動的生命律動。 
除了這次的國際女性展，另外高美館中還有「時代顯影」、「台灣人眼中的加拿大」、「意

在筆先」等攝影、畫作、書法展，囿於時間關係，我們走馬看花地看了攝影展還有館中陳列

的雕塑作品。在高美館，待了將近四、五個小時的時間，離開時，雖然有點疲累，但心中卻

充滿了一種無法言喻的滿足與歡欣，這是逛一整天的街也不能帶來的感覺，我想可能是自己

長期疏於接觸藝術人文的領域，麻痺好久的心，藉由這次互動性的展覽，深深地引起共鳴。

我很喜歡這次的展覽，作品的設計呈現、觀念的傳達，甚至是參觀動線的設計，都給予我奇

特的參觀經驗，更有以前沒有的參觀展覽快樂、感動的感受，藉由這次愉快的參觀引線，我

以後應會主動地多加參與這樣豐富人文藝術的心靈饗宴。 
 

文晶瑩（香港藝術家） 

錄像裝置 

 
釋：引號中文字引自現場展覽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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